
近日，美国伊利诺伊大学厄
巴纳-香槟分校研究团队在

《自然》上发表的全球作物
产量分析指出，到本世纪末，全球
气温每升高 1℃，人均每天可获得
的食物热量将减少约121千卡。这
个热量，相当于一块面包或一碗麦
片。在地球变暖 3℃的情景下，人
均减产的主粮数量相当于全球每
人减少一顿早餐。

“在变暖程度高的未来，美国
玉米带是否还存在都值得怀疑。”
研究人员发出警告。据悉，研究人
员收集了来自54个国家和地区的
数据，涵盖玉米、大豆、水稻、小麦、
木薯和高粱等六大主粮作物，从而
得出以上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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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项研究为何引起科学界

高度关注？记者注意到，该研究

团队收集了世界上六大主粮作

物的产量数据，这些作物提供了

全球人类所需热量的三分之二

以上。研究团队从54个国家和

地区收集了当地天气模式信息，

通过分析这些数据，了解农民在

历史上如何应对气候变化。

研究团队利用这些信息预

测了不同作物如何适应气候变

化，以及农民如何进行调整。这

种方法使研究人员能够量化各

种农业适应措施——如改变种

植作物品种、增加灌溉量或使用

更多肥料来降低作物损失。

研究结果指出，对于除水稻

外的所有主粮作物，高温都会造

成巨大损失。但水稻是个例外

——在更暖的夜晚反而生长得

更好。受影响最严重的是玉米，

这种全球主要粮食作物的产量

预计到本世纪末将比全球没有

变暖时下降12%至28%，具体程

度取决于温室气体排放量是适

中还是高。

在温室气体高排放情景下，

美国、中国东部、亚洲中部、非洲

南部和中东的玉米产量可能最

多下降40%。小麦生产同样面

临巨大威胁：欧洲、非洲、南美的

小麦损失预计为15%至25%，而

中国、美国、加拿大的小麦损失

可能高达30%至40%。

该研究估计，气温比工业化

前水平每升高1℃，人均每天可

获得的食物热量将减少约121

千卡，相当于当前每日消耗能量

的4.4%。

在所有主要粮食作物

中，水稻在气候变化中表

现出更强的韧性。而中国

科学家在水稻耐热性研究

方面也取得了重大突破。

2025年5月，华中农业大学

作物遗传改良全国重点实

验室李一博教授团队发现

了一种让水稻“不怕热”的

关键基因QT12，并解析了

其调控水稻耐高温的机

制，研究成果发表在国际

学术期刊《细胞》上。

“与以往的温室筛选、

苗期鉴定不同，我们十余

年来对水稻灌浆期这一对

高温非常敏感且决定水稻

质和量的关键节点进行了

大田耐热水稻筛选鉴定。”

李一博团队研究人员介绍。

在武汉、杭州和长沙

等长江流域典型水稻种植

区的大规模田间试验中，

李 一 博 研 究 团 队 发 现 ，

QT12基因可使水稻产量提

高54.7%至92.5%，外观品质

和食味品质双双提升，这

一发现为应对气候变化中

的粮食安全问题提供了重

要解决方案。

华西都市报-封面新闻

记者边雪

图据新华社

假如地球气候变暖3℃
每个人都将减少一顿早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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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注意的是，研究发
现，主粮作物预计损失最严
重的不是低收入国家，而是
世界上相对富裕的“粮仓”
地区。美国中西部和欧洲
等传统农业高产区将成为
气候变化的重灾区。研究
人员警告说：“在变暖程度
高的未来，美国玉米带是否
还存在都值得怀疑。”

这一研究发现，挑战了
以往关于气候变化对农业影
响的认知。研究人员解释，
这些气候适宜但适应能力有
限的粮仓地区，其产量减少
会带来全球性影响。同时，
低收入地区的损失也很显
著，只是其严重程度相对低
于主要粮食出口地区。这种
不均衡的影响可能导致全球
粮食供应链出现重大重组。

面对如此严峻的前景，
农民将如何应对？研究团
队分析了各种可能的农业

适应措施——改变种植作
物品种、增加灌溉量或使用
更多肥料等手段可以在一
定程度上降低作物损失。

然而，研究人员明确指
出，即便采取了农业适应措
施，也不太可能弥补气候变
化造成的巨大粮食作物损
失。如果不采取措施适应
气候变化，在本世纪末变暖
程度高的情景下，粮食作物
损失将增加约三分之一。
这种“适应差距”凸显了当
前农业技术应对气候变化
的局限性。

面对气候变化对粮食
安全的威胁，科学家们呼吁
采取综合应对策略。美国
伊利诺伊大学厄巴纳-香
槟分校研究团队在论文总
结中表示，未来需要进一步
实施适应措施以及考虑扩
充耕地，来确保粮食安全并
缓解气候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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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美国艾奥瓦州大西洋镇，收获的玉米正在装车。


